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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尊道贵德、和谐共生”，这是当代道教发展的重要使命，也是当代中华文化自觉、自强的关键
之处。
如何弘扬中华文化，形成中华民族的文化自知，这首先就需要我们回溯中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
史传统，阐发其思想底蕴、文化精髓。
而宗教文化乃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真谛，是其发展和弘扬的根本始基。
在今天中国发展态势最为强劲的五大宗教中，道教是唯一在中华文化土壤中土生土长的宗教，其所承
载的文化蕴涵及寓意故而不言而喻。
道教以其“道法自然”的姿态经历了中华民族跌宕起伏的历史命运，见证了中华文化沉浮消长的“苦
难辉煌”。
正是基于这一深刻洞观，鲁迅先生才有“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之感慨。
因此，“认识道教”应是我们中国人的基本功课；“大道无名”、“海纳百川”则应是我们中华民族
的博大胸襟；而我们对自己文化传统的尊重、敬畏，就是中华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惟
道为尊”，我们的文化传承才能历久弥新。
　　正是在这种展开文化反思、重获文化自知和确立文化自觉的时代氛围中，袁志鸿道长推出了他的
力作《凝眸云水》，为我们关于中华文化本真及其命运的思考与讨论提供了他的真知灼见。
袁道长才思敏捷、博学多闻且勤于笔耕，我们在多年关涉宗教研究之以文会友、切磋商议的沟通中已
经成为至交，并且形成了许多共识。
所以，我衷心希望大家能与袁道长一道来凝眸、沉思，关心中国道教的发展，关注中华传统文化在当
下应该如何来继承与弘扬的雄图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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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凝眸云水》是一部较为全面系统介绍道家文化、道教知识的通俗读物。
作者以独特的视角，详细介绍了道教的起源与发展、道教的教义与教规、宗派和宫观、典故和节日等
方面的知识，阐述了道教和中国文化的关系，并对道教在当代社会发展出现的问题和应持的态度提出
了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的见解。
　　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道教是中国固有的一种宗教。
《凝眸云水》对普及道家文化和道教知识、构建现代人的精神家园、促进现代文明建设，有着积极的
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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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新时代的改造第三节 社会政治运动对道教的损伤第四节 拨乱反正中政府为道教开放活动场所第
五节 道教官观场所的登记开放与协会组织建设第六节 当代道教神圣教义精神的坚守与思考第七节 从
授徒方式的变化看道教传统与现代的链接第八节 道教研究、教义阐释与文化精神之传播第九节 道教
在当代社会的开放和交流第十节 道教对当代社会的关怀和适应第十一节 道教事业未来和前景的展望
道教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宗教形式，从古老的岁月中走来，经历了悠久漫长的过程，尤其是度过了
明末、清朝、民国衰微的艰难。
当东方雄狮从沉睡中醒来，道教也获得了新生。
道教有着深厚的底蕴和内涵，面对当代社会，道教既有现代新文化冲击的诸多困惑和危难，也有新时
代赋予的机遇和进步发展的巨大空间。
第二章 道教之源流第一节 道教的源起与形成第二节 道教的承续与流传附：道教基础知识道教是中华
民族固有的传统宗教形式，如果将西汉与东汉前后研习和实践道学和养生者作一划分，那么东汉前学
道、研道并以之实践者，则被称之谓“道家”；东汉前学修养生并实践者则称方仙术士；将黄帝和老
子的学问和养生方式结合研修，则称“黄老道”；东汉以后则均为道教的范畴。
东汉以下道教已有1800余年的历史，这其中有许多可资研究探讨的主题和内容。
作者试图以简略的文字，勾勒出道教历史的线条，以资人们了解道教历史衍续的概貌。
第三章 道教教义、教规和基本信仰第一节 道教的教理教义简述附：道教的教理教义第二节 道教的清
规戒律简述附：清规戒律和禁忌第三节 道教的传戒与授篆第四节 道教的神仙信仰简述道教以“道”
为最高信仰，认为“道”乃万化之本源，宇宙万物皆由“道”化生。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传统宗教形式，《道德经》为道教最主要经典。
道教依据老子《道德经》，阐述对自然社会、万事万物、客观现象的认识、观点和主张，因此《道德
经》为道教之教理根源。
道教的教义提倡养生，重视长寿方法的研究，神仙境界是道教信仰的追求。
老子说：“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这是道教的重要教义精神。
授策与传戒是道教神权授受和传承清规戒律的一种方式。
第四章 道教经典第五章 宫观在道教传承中的地位和作用第六章 道教宗派第七章 道教节日第八章道教
典故第九章 道教研究第十章 宗教与文化第十一章 道教与社会伦理第十二章 道教与和谐社会第十三章 
新世纪的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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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我们有责任积极传承民族文化精神　　宗教有许多优秀的教义精神和经文内容，具有各种积
极有益的功能，如道德功能、心理功能、公益功能、文化功能。
古往今来，这些都对架构人的精神世界，促进人们向上进取起到积极重要的作用。
有人说，佛教是请进来的、伊斯兰教是传进来的，基督教是打进来的，道教是土生土长、传统固有的
，但在中国社会各宗教间却都相安无事，并且佛教的理论高峰是在中国形成。
这充分显示了中华传统文化伟大的包容性。
中国的宗教有许多优秀的文明特质，其与西方宗教有着显著的区别。
过去大的宗教形式都积极配合政府维护社会的稳定，安抚人心，赞成社会的改革进步和发展。
宗教的教义精神还有延续性、传承性、稳定性，这对社会的监督和批判，以及伦理教育都有积极作用
。
中国的宗教多年来一直是皇权支配教权，并且中国社会主导的文化是儒家文化，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主干、基础。
儒学是传统的“归和文化”，主张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理念，也就是今人所谓寻
求社会互相依赖的多元一体，而不强调思想意志的绝对一致，亦即“求大同，存小异”。
　　民族的文化精神，有许多值得弘扬传承的内容，如“诚信”精神。
进入21世纪，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多，接触更为频繁。
社会多元一体，这使人与人之间必须建立起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需要信任、支持、关心和谅解，这就需要架构起“诚信”认同桥梁。
人们之间是否能够相互接纳，是基于相互间所具有“诚信”程度。
人们常说“要做事，先做人；做好人，再做事”这句话。
而评判人是否做好了“人”，“诚信”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和标准。
如果一个人没有“诚信”，那么还有谁能够信任和接纳他，还有谁能够与之交往，配合工作呢？
所以，弘扬“诚信”精神，利人利己，有益共同发展事业，推动社会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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